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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话说中华文明》是一部全景式图文并茂记录中国文明历史的大书。
出版者穷数年之力，会集各方力量——专家、学者、编辑、学术顾问们，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资
料、著作中，探珍问宝，追寻中华文明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的灿烂之光。
此书的出版，凝聚了编撰者的心血，学术顾问们的智慧。
尤其是李学勤先生，亲自动笔写下了序言，更增加了本书沉甸甸的份量。
    中华文明的历史充满了辉煌与苦难，成就和挫折。
它的历史无处不在，决定着我们中国人今天的思想和感情。
当今的中国和中国人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造就的，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的延伸，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的历史之河奔流到现在。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构成。
中华文明丰富、深刻、辉煌、博大，在人类文明中的骨干作用和领导作用人所共知。
在人类文明的发源时期，中华文明就是四大古国之一，是地球上文化的策源地之一。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中华文明成为文明在东方的支柱，公元前后200年间，人类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这
两只铁手攫住了地球。
在欧洲进入中世纪的时候，中华文明更成为人类文明最主要的领导，它的文明统治东亚，传遍世界。
进入近代，中华文明处于自身的重压和西方的欺凌下，但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奋起精神是人类文明历
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人类贡献出了从思想家孔子到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从唐诗宋词到长城运河的
伟大创造，贡献出了从诸子百家到宋明理学，从商周铜器到明清文学的深刻内涵，也贡献出了从五霸
七强到三国纷争、从文景之治到十大武功的辉煌历史。
中华文明的历史绚烂多彩，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永放光芒。
    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文明，没有哪一个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持久，这样统一一致。
世界上其它文明不但互相交错，其创造者也都与高加索体质的人种有关，它们是姐妹文明。
在人类历史中，只有中华文明才是独特的，它的创造者是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民，与其它任何地方的
人民都没有关系，它的文化是统一一致的文化，可以不依赖于其它任何文明而生存，但中华文明也绝
不是封闭的，它接受他人的文化，也承担自己对于人类的责任。
    人类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
人们对于世界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估计无不以东亚和太平洋为中心，而尤以中国为重点。
    经济起飞只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方面，中国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尤为刻不容缓。
如果中国要自觉地发展中华文明，要有意识地使中国的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就必须发展强有力的精神
文化，这样才能使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才能形成中国和中华文明钓全面现代化。
    而中国的精神文化的发展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之中。
进入近代之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产生大量的情绪化和激烈冲突的论调。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具有冲破封建束缚的时代意义，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不容否认的正面
意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文化虚无主义者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旗帜下主张全盘西化；而复古主义则沉迷于中国文化
的古董，走进反进步、反科学的泥潭。
    历史的发展则超越了所有这些论点，产生这些论调的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已经结束。
历史要求中国发展，要求中国走在全世界发展的前列。
西化论和复古论都已过时，历史已经要求世界超越西方，中国可以承担起世界的命运，而中国的现实
和世界的历史都说明，中国的使命在于它的发展前进，而非倒退。
    中华文明走出迷惘的时代，我们这一代处在一个伟大而具有挑战的历史阶段。
    总结历史、展望未来，这就是《话说中华文明》的意义和使命。
我们创作《话说中华文明》，力求总结和回顾中华文明的全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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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结构上，既具有一定的深度，又具有相当的广博性，既有严谨、准确的学术价值，又有活泼、
流畅的可读性。
我们在两千页的范围内容纳了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使它综合了大规模学术著作的系统性、严密性，
和普及读物的全面性、简易性，它既可作为大型工具书检索中华文明的各个成分，又可作为通俗的读
物进行浏览。
    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就开始思考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并逐渐形成了编著《话说中华文
明》的设想。
在开展这项庞大的文化工程之始，我们就聘请了国内权威学者李学勤、罗哲文、俞伟超、曾宪通、彭
卿云诸先生担任学术顾问，他们对计划作了充分讨论，并审阅了大量初稿。
我们聘请了广州、香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学者、大学教师、研究生以及我社编辑人员几十人担任稿件的
撰写工作。
    通过创作这部书，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也感受到了它的内在缺陷。
中华文明具有辉煌的时期，也有苦难的年代，有它灿烂的成就，也有其不足的方面。
中华文明在自身中能够吸取充分的经验和教训，就能够使自身健康壮大，成长发展。
    通过创作这部书，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了出版事业的使命和重任。
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起到它所应当起的作用。
为中华文明的反省、前进和奋起作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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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利玛窦定居北京 万历二十九年（160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二次进京，向明神
宗朱翊钧献自鸣钟、八音琴、三棱镜、天主像、圣母像、《万国图志》等贡物。
万历皇帝接见了他，并允许他长驻北京传教，在朝廷任职，赐他俸禄。
利玛窦感到无尚荣幸，自此定居北京。
10年后去世。
神宗下诏以陪臣礼葬于北京阜成门外。
 利玛窦（1550～1610），字西泰，出生于意大利安可纳洲马切拉塔城。
1571年他21岁时，加入耶稣会。
1577年从意大利航海东行来到澳门学习中国汉语文字。
万历九年（1581）开始在中国传教，在内地建立第一个传教会所。
同时也开始了他向中国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生涯。
 为了在中国顺利传教，他苦学汉语，改随中国习俗，被称为“四儒”。
后来，为便于同明朝官员和士绅交往，改穿儒服，蓄须留发，起中国名字为利玛窦。
在他之后的传教士，也仿效他，来中国后起中国名字，形成一种固定的习惯。
 他先后在广东肇庆、韶州、梅岭及南昌等地传教。
其间，他绘制《山海舆地图》（后以《坤舆万国全图》等名多次刊行），仿制地球仪、日晷等，为时
人所重。
在学习“四书章句”后，自行意译成拉丁文，并加注解，成为《四书》最早的外文译本，在译本的序
文中他称颂儒家的伦理观念，把“四书”与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名著相提并论。
他完成了第一部中文宗教论著《天学实义》（后易名《天主实义》）初稿。
 1597年，他被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
次年，筹措贡物，以协助修正历法为由，随进京复职的礼部尚书王忠铭北上进京。
后未被获准在京居留，遂即南返。
至第二次进京前，居于南京，结识李贽、徐光启等，声名益盛。
 定居北京后，他结交了许多官员贵族、学者名流，如李之藻、冯应京、沈一贯、杨廷筑、叶向高、曹
予汴等，向他们介绍西方的地理、数学、天文等科学知识，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翻译出版了数学著
作《几何原本》前6卷、《测量法义》等；李之藻从利玛窦问学，撰《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
》、《同文算指》等。
 他在《天学实义》中援引儒家经典来论证基督教教义，称“我太费心思，从那儒教先师孔子身上觅取
我们的见解；我援引书中有意义不明的章句，作有利于我们意见的解释”；“如果我们毅然对（儒、
道、佛）三教同时进攻，那么我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他容忍尊孔祭祖等中国的社会习俗，费
尽心思对华传教，却遭到西方和在华传教士的许多争议。
但他却在传教过程中，钻研中国典籍，研究中国的政治、宗教、风俗，既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传到
中国来，又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欧洲，成为明代中西文化的沟通者，并逐渐引起“西学东渐”之潮。
 利玛窦融汇二教 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为使天主教迅速在华传播，以一种职业宗教家的敏感，迅速
找到了为取得民众好感而乐于接受的汉民族在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宗教观的熏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
的宗教心理。
他看到，中国人更喜欢为一般民众应用的宗教，把中国古时的几位哲学家言及道德与良好政治的训言
当教义。
由于中国儒学的地位根深蒂固，利玛窦就采取“排佛补儒”的战略来取悦于儒生，研习儒家经典，把
儒家经典同天主教义的相似之处归纳在一起，写出《天主实义》等著作，有选择地介绍天主教的知识
，调合儒学与天主教的教义，把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的《诗》、《书》、《礼》、《易》等典籍中某些
语焉不详的字句，通过阐释为天主教所用，极力用儒家经典中的文字来阐发基督教教义，抹煞两者差
异。
如儒家最重孝道，利玛窦则附会宣扬孝道要尽三方面义务，即向至高无上的天父——上帝尽孝；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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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父——君主尽孝；及向生身之父尽孝。
把儒家的“仁”同天主教的“爱”等同，把儒家的“重义轻利”同天主教蔑弃现世物质利益，追求永
恒天国等同。
他又对儒家及其他宗法性传统宗教中祭天、祭祖等活动采取宽容态度，允许信天主教的中国人在家保
留祖宗牌位，在官场参加祭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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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话说中华文明:帝国落幕中的文明》全景式图文并茂的记录了中国文明历史，与考古密切相联，追寻
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灿烂之光，它可称为真正的“纸一博物馆”，文字、图片彼此相当，将中华
文明人类历史上缔造的最光辉绚丽的文明呈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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